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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《当代中国青少年心理问题及教育对策》从理论—实证—析因—对策等多方面探索我国社会转型
时期青少年心理问题的类型、结构与特点，从社会变革与青少年自身成长交互作用的角度系统分析了
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成因，深入探讨了我国青少年良好心理素质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，客观揭示了社
会变革与青少年心理发展变化的互动机制，理论联系实际地探讨了青少年健康心理素质培育的促进机
制，取得了多方面的、系列的、丰硕的研究成果，足见其研究内容系统完整、研究成果丰硕实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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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插图：   并不是每个与儿童发生交往的人对他们都有同等的影响力，只有某些人对他们的自
我概念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，这些人就是重要他人(significant others)。
在不同发展阶段，重要他人的构成是不同的。
在学龄前期，重要他人主要是家长；到小学阶段，同伴的影响力也会明显增加；进人中学后，教师的
影响力虽有所减弱，但仍然是学生最为主要的影响源之一。
① 虽然个体一重要他人维度是社会自我结构构建的重要维度，但并不是社会自我结构建构的唯一维度
。
社会自我(social self-concept)是客体我(me)的组成部分，这不意味着社会自我只是被动地反映他人对个
体的态度反应。
这也正如詹姆斯所言，尽管在语言上自我(self)可分为主体我(I)和客体我(mc)两部分，然而它们实质上
是经验同一体的不同方面。
社会自我也是如此，个体除了在人际交往中接受他人对自我的态度之外，还存在着个体自身对自己所
担任的社会角色的积极认知和主观构建。
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学生良好的角色意识，从而顺利实现社会化。
角色认知乃是角色意识的基础。
角色认知是个体对自己的社会地位、身份及行为规范的认知和评价，也就是对角色地位、角色规范、
角色技能和角色体验的认知和评价，角色是个体在社会和团体中所占的适当位置及与之相联系的行为
模式。
可见，角色认知是沟通个体与社会（团体）的中间桥梁。
社会（团体）的影响是通过个体对自身角色的认知而实现的。
在一些理论中，自我被区分为个体自我(individual oipersonal self)和社会自我(relational or social self)。
前者是自我概念中将自我与他人相区分开来的部分；后者是自我概念中反映对他人和重要社会团体有
同化作用的部分。
社会自我具有两种水平：其一源于个体间关系与特定他人的相互依赖；其二源于在更大团体或社会范
畴中的成员身份(Marilynn B.Brewer,Wcndi Gardner,1996)②。
因而，研究我国青少年社会自我的结构，除重视个体与他人（尤其是重要他人）这一维度外，更应该
重视个体对自己所担任的社会角色的认同，将这两个维度整合在一起，共同构建社会自我的结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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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当代中国青少年心理问题及教育对策》特色：独特的研究视角，突出的开拓创新是完成高水平科学
研究的前提。
方法科学，内容系统，成果丰硕；研究深入，影响广泛，现实性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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